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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说：“有人的地方就有
江湖。”对于已经退休的王维平而
言，所谓江湖，就是一首小夜
曲，有起有落，有始有终，在千
回百转之后归于平静。所以平时
没事的时候，他总要拿出自己心
爱的二胡，闭起眼坐在自家的客
厅里，优哉游哉地拉起 《托赛里
小夜曲》。

王维平是中国致公党党员、前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
程师、中国循环经济专家。除去这
些头衔外，与共和国同龄的他，还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北京市17
万拾荒大军的“总扛把子”、京城

“丐帮”的“帮主”。
小时候因家境贫穷，王维平

吃过野菜、草根，为了谋生，年
少时曾经拉二胡卖艺。他最初的

专业领域不是环境而是公共卫
生。学了 8 年的医学之后，王维
平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当了一名
传染病专科医生。1986年，王维
平毛遂自荐，到了北京市环境卫
生研究所，从主治医师变成工程
师，从此，开启了自己与“丐
帮”打交道的生涯。

所谓“丐帮”，指的是拾荒大
军，因为从人数上讲，靠乞讨为
生的人在“丐帮”中所占比例不
大，而拾荒者——俗称“捡垃圾
的”——才是真正的主力。据统

计，仅2014年，在北京的拾荒大
军人数就达到了17万。

之所以被称为“丐帮帮主”，
是因为王维平是北京市各大垃圾
场的管理者之一，拾荒者们想捡
垃圾，得找他批条子。因此，北
京的拾荒者，没有不知道他的。
王维平为人和气谦逊，身上没有
官气，办事十分干练，深得人
心，拾荒者们都把他当自己人
看。在垃圾场见到做调研的王维
平时，大家就跟他开玩笑说，在
我们的垃圾江湖，你就是“丐帮

帮主”。
“专家是干出来的。创新是在

实践中创新，不是坐屋子里创
新。”这是王维平坚守的信条。在
过去数年里，为了调研北京围绕
垃圾延展出的产业链现状，王维
平走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拾荒
营地”。他走进拾荒者家里，和他
们一起吃盖满绿豆蝇的饭，从一
个又一个气味难闻的垃圾场里寻
找问题，终于在 1999 年完成了

《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
告》，以实证研究揭示了一个围绕

垃圾延展出的不为人知的庞大的
产业链，从而为国家循环经济的
提出提供了事实依据。

实践出真知，在中国人民大
学当兼职教授的王维平，要求自
己的学生在写毕业论文之前必须
先到垃圾场住一段时间。“只有住
到垃圾场去，和这些捡垃圾的人
一起生活，才能真正知道北京的
垃圾生态是什么样，才能写出扎
实的研究论文。”

2001年，财政部成立环境会
计专业委员会，任命王维平为第

一副主任。王维平随即提出了修改
现行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以绿色
GDP为核心的新的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的建议。

如今，王维平已经退休了，
拾荒大军也随着2015年的人口疏
解政策渐渐退出了北京，北京的
垃圾处理已经走上正轨，绿色环
保的概念深入人心。从政府到个
人，整个社会都在行动。这让王
维平看到了自己花了大半辈子时
间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

中关村二小冰球队球员官子钊，是在
五棵松体育馆第一个和习近平总书记握手
的小队员。他还用一个冰球场上的特殊问
候方式——“撞肩膀”向总书记表达敬
意。“习爷爷的手很大，他握住我的手以
后，我就想跟他‘撞’一下，这是一种冰
球场上的礼节。”

负责带队的中关村二小祁志军老师
说，总书记还跟小球员们分享了他小时候
滑冰的故事。总书记讲道：那时候冬天只
能在什刹海的冰面上滑。如果能买一双50
元的冰鞋，就算是奢侈品了。他的弟弟喜
欢打冰球，所以想买球刀鞋，而喜欢滑冰
的他则想买速滑鞋，但家里只能买一双冰
鞋，总书记就把买冰鞋的“指标”让给了
弟弟。总书记殷切叮嘱孩子们珍惜现在的
条件，通过参与运动，锻炼和培养坚强的
性格。

——摘自北京日报《“总书记来到我
们身边”——本报追访当事人听他们讲述
激动时刻》（2月25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与论文

1991 年出生的欧坤是一名典型的土耳其大男孩。他
身高 1.95 米，远远望去，这个笔挺地站在人群中的大高
个可以被一眼认出来。

欧坤很爱笑。朋友和他见面，还没有看到人，就会
先听到他笑着大声跟自己打招呼的声音。他的导师，中
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之一崔守军对
这位学生有一个评价：“阳光大男孩。”

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2年的留学生，欧坤已经适应了
这里快节奏的研究生生活。他会踩着上课铃声跑进教
室，嘴里还叼着没吃完的手抓饼，会在图书馆里自己喜
欢的位置留下一本书占座，会跑到其他中国学生的教室
里笑嘻嘻地蹭课，也会下课后第一个冲进食堂大声对打
饭师傅说肉多打点……

然而今年1月，欧坤遇到点麻烦。
毕业论文提交截止日期已经临近了，可是他还是没

有理清自己的头绪。在人大读研的 2年时间里，欧坤学
习了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
政府运行机制、当代中国的社会现状等课程。因此，欧
坤想从中国和中东的利益契合点出发，研究近几年中国
对中东的政策。

“我搜集了很多资料，比如‘一带一路’、亚投行
等，也在网上观看过去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欧坤说，“但是有一点我始终不太明白，就是中
国出于怎样的考虑要制定这些政策。比如‘一带一
路’，我的国家就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受益于中国的
这一政策，土耳其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增多了。但是这项
政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呢？目前看来，‘一带一
路’政策更像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慷慨帮助。”

不过现在，欧坤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今
年 1月，我和我的朋友去王府井书店闲逛，无意中发现
了这个。”欧坤拿起面前一本白色封皮的精装版英文图
书秀了秀，然后说，“你看，这本书叫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我以前听说过这本书，但是直到现在才有机会
拜读，这本书讲的是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特别提到
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是如何治理国家
的。”

最吸引欧坤的，是书中的插图。书里不同位置分别
展示了习近平年轻时期插队生活的照片、习近平当县委
书记和乡亲们坐在一起的照片、习近平参加新一届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的照片等。“你可以从这
些照片中看到，一个年轻人是如何成长为世界级领袖的。”

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1 章“走和平发展道

路”里，欧坤找到了论文问题的答案。“习近平主席在
书中说，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基础，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
子。”欧坤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愿意下大力气帮
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原因。中国倡导双赢，而不
是为了谋求自己发展损害别国利益。所以中国愿意帮助
沿线国家加速现代化建设，因为这对中国的自身发展也
有好处。”

关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讨论课

韩昊然，英文名字是史蒂夫，是一位 1982年出生的
奥地利人。他来到中国已经 7 年了。之所以选择来攻读

“当代中国研究”硕士专业，是因为韩浩然觉得自己对中
国还不够了解。“我们身边的朋友问我中国的国家制度到
底好不好，我还是回答不上来。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7
年的外国人，我觉得我应该去学习，去更多地了解这个

国家。”
“在去年讲述中国政治和中国政府的课堂上，中国教

授让我们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讨论，核心问题
是西式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哪个对中国更好。”
韩昊然说，“我们的课堂很开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
点，大家交锋很激烈。”

“当时有同学指出，相比于中国制度，西方民主制度
更加尊重人权，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保障。我认为不
能简单比较谁好谁坏，关键要看是否符合当地的国情。”
韩昊然说，以奥地利为例，中国有许多省的面积是超过
奥地利的，奥地利也没有超过 13 亿的人口。这意味着，
治理奥地利和治理中国的难度不同。

欧坤对韩昊然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对中国
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就政治层
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强调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同时，也提倡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欧坤认为这
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这样有利于把 13 亿中国人民

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
阔，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团结在一个核心之
下，可以加快决策进程，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集
中力量办大事。”

韩昊然则在讨论收获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衡量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正确。关键在于看它的实践效果，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要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可以保证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那就是好的制
度。关于外媒对中国制度的非议，韩昊然认为：“批评总
是很容易，因为凡事都有缺陷。问题在于，批评之后却
拿不出更好的方案，那么这个批评就是无意义的。”

培养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们都有独立的观点，要想让他们理解中国的政治
制度，必须做到从内心上说服他们。”欧坤的导师崔守军
对本报记者说。

作为“当代中国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崔守军
负责日常工作中教学环节的执行部分。“2006年，教育部
特批人大国际学院成立这个项目，现在全北京市也只有
人大、清华、北大3所学校正式对外招生。”崔守军对记
者说，“我们设立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培养一流的中
国问题专家。”

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当代中国项目”几乎配备了人
大各学院最好的精英教师，而且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的
方式。“我们发现，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是有门槛的，这
个门槛就是中文。”崔守军认为，目前国内留学生来华学
习，大多是中文授课。中文底子薄弱的洋学生，即便想
来中国学习，也很难实现。因此，学校决定用全英文授
课的方式，降低入学的门槛。

“大多数学生对中国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他们真
的不知道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运行。这些学生都是希望
能了解真实的中国才来学习的。”在谈到学生了解中国
真实一面后想法的变化时，崔教授举了个例子，“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有个从英国伦敦来的女学生，她
爸爸是大学教授。当时在中国有一则新闻报道了某一
个地方的矿难，矿难造成一些死亡。西方媒体就抓着
这个事情大做文章，指责中国政府。第二天上课，这
位学生跟我交流说西方媒体有偏见，这个事故并不是
他们说的那样，其实是由于很多客观原因造成的。现
在，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的描述，她也会感觉很
不舒服。”

“同学们对中国很感兴趣，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崔
守军认为，把洋学生请到中国来，让他们体验中国生
活，是一种快速认识中国的有效方式。

在中国“取经”的洋学生
本报记者 杨俊峰

在中国在中国““取经取经””的洋学生的洋学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

爱算环保账的“丐帮帮主”
本报记者 杨俊峰

本栏目主持人：尹晓宇

儿时冰雪记忆

背景资料

球刀鞋：球刀是打冰球用的冰刀，刀刃光
滑。冰球项目对抗性很强，要求具备良好的保
护 措 施 ， 因 此 ， 冰 球 鞋 的 鞋 头 很 硬 ， 鞋 腰 较
高，鞋帮很厚，冰球刀刀体很短，具有较大弧
度，以便于滑冰者在冰面上灵活地移动及改变
滑行方向等。

速滑鞋：速滑刀是速度滑冰比赛中使用的冰
刀，比一般的刀长。速
滑滑冰的主要特点是速
度快，所以速滑鞋刀体
很长，刀刃窄且相对较
平，蹬冰面积大而摩擦
阻力小，鞋腰矮，以便
于降低身体重心，减少
空气阻力。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2月28日，北京大风。
和往常一样，欧坤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3层的圆桌阅读区——这是他在图书馆中最喜欢的地方。打开书包，拿出笔记本电脑、参考书

和修改多次的论文笔记，欧坤打响了新一轮的“磨论文”战役。最近，在图书馆和宿舍之间两点一线奔波，是他的生活常态。马上就要毕业
了，欧坤必须加快他的论文写作进度。

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国家如何在发展中寻找利益契合点，中国又会依据这些契合点制定怎样的政策，这是身为土耳其人的欧坤在毕业论
文中讨论的主要问题。和班上 17位来自美国、日本、墨西哥、奥地利的同学一样，欧坤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的硕士专业名称是“当代中国
研究”。

这是一个特殊的班级，不仅因为学生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留学生。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课程安排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赫然在列。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并不是被本国的政府或学校安排来中国进行例行学习的。相反，来华学习政治，是他们每个人的
主动选择。

一位给他们上课的教授这样评价：“他们带着好奇心而来，希望可以从‘在中国本土学习中国制度’开始，读懂中国。”

图为欧坤向记者展示他新买的图为欧坤向记者展示他新买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书一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摄摄

图为欧坤和韩昊然就毕业论文问题进行讨论。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图为欧坤和韩昊然就毕业论文问题进行讨论图为欧坤和韩昊然就毕业论文问题进行讨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摄摄


